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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2月 12日电（记者蒋
芳、邱冰清）又是一年“12月13日”。第

十次国家公祭仪式上，凌厉的警报声将再

次响彻这个城市上空，是哀悼更是警醒。

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

立以来，国之祭定格悲痛，“12月13日”

成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国之殇敲响警

钟，凝聚成奋进前行的力量；国之愿呼唤

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更加坚定。

“12月13日”成为不能忘却
的共同记忆

12月的“哭墙”前从不缺少泪水与哀

思。这面刻有死难者名单的墙是30万遇

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个名字是他们

共同的碑文。

94岁的夏淑琴、95岁的艾义英、89

岁的刘民生3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家

人的搀扶下来到“哭墙”前。夏淑琴不识

字，但很快就找到了7位亲人的名字，外

孙女夏媛在她的指挥下为姓名“描新”。

“希望姓名更加清晰，这段历史也会

更加清晰。”夏媛说。一笔一划，如同刀

刻，思念深入骨髓。

12月8日，美籍华人鲁照宁将南京大

屠杀期间刊发的125份美国报纸捐赠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近20年来，他征集并捐赠给纪念馆的史

料已达2400余件（套）。“只要生命不停

止，搜证就不会停止。”他说。

“真相的探寻从来不会唾手可得。随

着国家公祭日设立，越来越多人帮助南京

还原史实拼图。”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

长周峰说，截至目前，纪念馆各类藏品总

量已达19.3万件（套）。

公祭，国之礼也。2014年2月2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决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一天，国家公祭仪式现场，下半旗

志哀，《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高唱国

歌；防空警报拉响，南京全城车船止行；即

使在最繁华的新街口商圈，人们也会放下

手中一切，低首默哀……

“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是重要

的固化历史之举。”倡议、推动和见证了

“12月13日”从地方性悼念活动到国家

公祭仪式的全过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感慨地说：

“很欣慰，所有人都牢牢记住了这一天。”

唤醒奋进前行的力量

每天早上八点半，江东门的钟声总是

准时响起。首批进入纪念馆的12名观众

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13声，寓意勿忘国

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

醒剂。

每年12月上旬，南京全市小学五年

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都会开展《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教学。今

年，当“记历史、诵和平、共朗读”网络云班

会发出“小小和平朗读者”招募倡议后，来

自南京以及江西、云南、重庆、辽宁等地学

生积极报名参加。

残破的城墙、残缺的军刀、遇难者的

头颅和手臂，站在组合雕塑“古城的灾难”

前，某部飞行员袁斯煜深有感触。今年以

来，已有来自24家军校和部队的4800多

名学员来到纪念馆，接受“入伍一课”思政

教育。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约350万人次到

纪念馆参观，其中港澳台同胞有6000多

名。今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马英九参观了纪念馆。他在受访时表示，

身为中国人，不管在海峡哪一边都应自立

自强，面对外来欺凌要勇敢抵抗。

国行公祭，凝聚起圆梦中华的奋发之

志。

近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和平许愿墙”出现在南京地铁云锦路站、鸡

鸣寺站等，人们驻足，写下“铭记历史勿忘

国耻”“珍爱和平”“振兴中华”的心声。

和平理念撒播全球

西班牙当地时间10月26日，《世界

记忆 和平愿景——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在马德里开幕，展出大量历史图片、实物

展品等。“在这样的遭遇之后，中国倡导的

是以平和、公正的方式铭记历史。”西班牙

“知华讲堂”名誉主席马塞洛·穆尼奥斯在

致辞中表示。

曾经遭遇战争苦难，更懂和平可贵。

首个国家公祭日至今，史实研究视野逐渐

拓展，外译和海外发行工作不断加强。南

京大屠杀史实展已陆续走进美国洛杉矶、

俄罗斯莫斯科、意大利佛罗伦萨、菲律宾

马尼拉、法国冈城等地。

美国当地时间12月10日，旧金山举

行了“南京祭”。自2014年以来，海外同

步悼念活动渐成惯例，参与队伍不断壮

大，从几个国家几个侨社团，到如今70多

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侨社团。

曾因战争而蒙尘，如今因和平而闪

光。

2017年，南京成为中国首个、世界第

169座国际和平城市；今年的国际和平

日，来自全球34个国家的近300名外国

留学生汇聚南京，在纪念馆尾厅和平墙

前，大家用寓意和平、友谊的黄玫瑰，共绘

“和平”字样……

“铛、铛、铛……”江东门的钟声每一

天都会准时响起，也将长久地警醒国人，

最好的纪念，不是踟蹰于逝者的血泊，而

是踏着血迹前行，向着我们共同坚信的真

理前进！

异地养老还需强化机制保障

不过，记者调研中也发现，不少

候鸟式养老的老年人在享受异地优

越的自然环境时，有时也会遇到一些

生活上的不便。比如，寇先生表示，

自己来自黑龙江鹤岗市，为了生活方

便想办理海口的户口，但由于不满足

当地的落户条件，暂时还未能落户。

来自山东的孙先生表示，正在

三亚养老的父母最关心异地医疗问

题。“目前不同地区对于异地医保的

具体细则还存在差异”，他期待不同

地区可以细化、优化区域协调合作

机制。

黑龙江善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敬长红表示，异地养老服务

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但与旅居养老

客群相关的异地医疗服务、家政服

务、情感关怀服务、心理咨询服务等

还面临一些堵点，需要政府和社会共

同努力，打造更好的合作机制，为异

地旅居康养老人强化保障。

记者发现，在加强异地养老的区

域协调合作方面，已有地区在行动。

在近期举办的2023中国企业家博鳌

论坛上，黑龙江省民政厅和海南省民

政厅签署了黑龙江省-海南省旅居养

老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加强组织

领导、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建立品牌

输出机制、建立异地养老共享机制、

养老服务标准评定结果互认机制等

方面展开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
者王媛媛、陈碧琪）

在缅怀哀思中凝聚奋进之力
——写在第十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兴起
各地探索康养旅居新模式

当前，养老问
题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为了
适应老年人的需
求，异地养老正悄
然兴起，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选择“冬
南夏北”候鸟式养
老方式。

老年人在异
地养老最关注什
么？如何借助市
场力量加大优质
养老服务供给？
如何在异地养老
机制探索方面为
全国提供经验和
模板？聚焦异地
养老产业高质量
发展，记者近日在
北京、黑龙江、海
南等多地展开调
研。

康养旅居产业市场需求扩大

冬季来临之际，许多北方老人便打

点行装，选择去气候温暖的城市躲避严

寒。夏季到来之时，这些老年人则前往

凉爽干燥的北方，享受宜人的气候和自

然环境。亲朋好友相伴而行，就像成群

结队的候鸟，“冬南夏北，寒来暑往”。

“当东北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时，海

南依旧温暖如春。”到海口异地养老已有

一年时间的寇先生反复向记者强调当地

自然环境的优越性，“春暖花开”是他用

到最多的词。寇先生说：“在海南养老的

体验感很好，年龄大了，养好身体是第一

位。”气候和生活成本是他选择在海口养

老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

口的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097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9%。记者

调研发现，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异

地康养、候鸟式养老成为不少“活力老

人”的选择，康养旅居产业的市场需求不

断扩大。

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董濮表示，随着

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健康状

况更好的城镇“60后”陆续退休，旅居需

求正在向专业化、个性化和品质化方向发

展，旅居康养服务需求有着巨大空间，养

老服务市场将成为一片广阔“蓝海”。

董濮介绍说，现在很多60岁以上的

老年人有较好的财富积累和社会保障，

对养老有着更多的期待和要求，不仅要

养老，更要享老，更容易接受生态养老、

健康养老、旅居养老等多元模式。

各地探索康养旅居新模式

随着异地旅居康养的新型养老方式逐渐成为

时下银发人群的生活新风尚，已有不少地区加快

发展异地康养旅居产业。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

黑龙江、北京、海南等地都出台了措施，鼓励老年

人“冬南夏北”候鸟式养老。

近日，在“增进首都民生福祉——北京市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系列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民

政局副局长郭汉桥介绍说，北京市立足多元需求，

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三种

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格局。旅居

养老方面，将依托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机制和京

琼养老服务合作机制，发展质优价廉的异地康养

社区和旅居养老，推动建立北京老年人“冬南夏

北”候鸟式养老服务工作机制，鼓励支持北京老年

人冬季到海南，夏季到河北、内蒙古等北方地区候

鸟式旅居养老，满足90%以上活力老年人多层次、

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据悉，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正把握机遇，不断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

业协同发展。目前，黑龙江的13个地市与全国

126座城市达成旅居康养联动合作意向，省内28

家旅居康养机构共同成立了黑龙江高端旅居康养

机构共联体。黑龙江还与广东等14个省份的民

政厅（局）签订旅居康养合作框架协议，形成多方

联动的“旅居+康养+N”省际合作格局。

科技和品牌也在赋能异地养老产业发展。“好

的康养品牌有数智赋能，其创新力、影响力、传播

力将会大大提升。”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

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表示，品牌是可溢价的无

形资产，数实融合使旅居康养在品牌创新的赛道

上增值。

董濮表示，要以品牌信用赋能旅居康养领域，

促进融合发展，带动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


